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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西方伦理思想进行微观分析和诠释的一种尝试，它试图选择西方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
伦理学家提出的一些经典性命题，阐发其来源、内涵和影响，从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中国学术界和
广大读者了解和研究西方伦理思想提供一个举纲摘要的渠道和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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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一个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美德即知识正义就是斗争善与恶是一回事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
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人生的目的是得到快乐善就是依照自然而生活美德乃是一种和谐人是万物的尺度公
正实即强者的利益快乐和不适构成了那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的标准“善”是最高的理念道德知识也
是回忆正义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中各尽其职勇敢就是一种保持善是事物所追求的目的幸福是符合德性的
实现活动友爱是联系城邦的纽带理智德性高于伦理德性过与不及均败坏德性最高的善就是不作任何判
断爱人如己只有善是实在的，恶不过是善的缺乏德性即在于一种善的意志，罪恶则在于一种恶的意志
神学的德性是超自然的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人有心灵的
本性和肉体的本性每一事物都有双重的善性在自然状态中，人对人像狼一样伦理学是幸福生活之术仁
爱是人的共同本性没有天赋的实践原则私恶即公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至善或道德善行的最
高标准人性中的自爱与仁爱相互促进道德的区别不是源于理性，而是源自道德感正义起源于物质的匮
乏和人性的自私与慷慨常识是道德的基础或根据道德的第一原理是道德官能或良心的直接的教训同情
使人们能相互理解并形成社会的道德评价奢侈是公众的敌人，节俭是社会的恩人道德独立于宗教自由
只是做人想做的事的能力机体组织健全是人的首要美德良心只是一种自然的法则道德是对法律的一种
服从物质文明的进步伴随着道德的堕落肉体的感受性是道德的根本原则美德的目的在于公共利益德行
是一种用别人的福利来使自己幸福的艺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各种快乐没
有质的差异而仅有量的不同快乐不仅有量的区分，更有质的区别美德既是达到幸福的手段，又是幸福
的一部分道德的发展与认知的发展相一致幸福不是德性的报酬而是德性自身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
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意志自由、灵魂不死、上帝存在是实践理性的三大公设惟有善良意志是无
条件的善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至善是道德与幸福的统一伦理冲动是自然冲动和纯粹冲动的混合学
者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法是自由意志的定在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恶的根
源在于意志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和世界的绝对最终目的伦理是主观的善与客观的善的统一婚姻的实
质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伦理关系国家是自觉的伦理的实体生活的基础也就是道德的基础没有幸福就没有
德行上帝是人自己的良心德性使世界从属于思想善是永远不会亏本的投资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社会
的进步意味着对宇宙过程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谓之伦理的过程人们反社会倾向的最大约
束力是对其同类的舆论的惧怕我们只能从生命中获取道德的原则道德形而上学即使不是伦理学的全部
基础，也是它的合理基础道德的目的在于自我实现善的本质在于需要的满足真理是一种善唯一的道德
目的是增长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有自己的伦理生命就是痛苦世界就是强力意志伦理学的直接目的是知
识，而不是实践“正当”不等于“善”伦理学的基本材料是情感和激情内在价值在逻辑上要先于手段
价值伦理学只寻求知识伦理概念都是假概念态度上的一致和分歧是伦理学的本质特征任何伦理判断本
身就是一种劝导手段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事实一价值二分法注定要失败伦理学是有关善恶是非的
科学现代市民伦理植根于怨恨他人是地狱职业责任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寻求一种能为所有人接
受的道德形式是一种灾难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道德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真实力量文明是
服务于爱欲的过程良心是我们对某些特殊欲望由拒绝而产生的一种内在知觉最理想的目标是用真实的
需求取代虚假的需求自性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类的通性人格的充分发展是人的
发展目的，也是人道主义伦理学的理想唯一好的事物是正强化物对文化的有意识设计意味着对行为的
控制科学建立在人类价值观基础之上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伦理学问题关系到人的
行为理性的伦理追求正义，宗教的伦理将爱作为理想群体的道德低于个体的道德境遇改变规则社会的
目标是它自身的共同利益行为的正当由相关的道德准则的功利所决定把宗教因素与伦理因素分离的宗
教不是完美的宗教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道德情操是人生的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同家或政府在公
民之间必须严格保持中立当代道德分歧是相互对立的意志冲突一种实践的完整性在于德性的践行道德
性反映在合法律性之中道德原则的作用是充当合理地决定道德问题的论辩规则资源保护是人和土地之
间和谐一致的一种表现“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我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
我们的地球只有一个地球自然最有智慧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
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走向根本意义上的生态伦理只能是出于对自然的爱自然的概念和妇女的概念都
是历史和社会的建构商业伦理学是规范性的伦理学资本主义的道德性只能从它的本质中得到论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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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性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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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是阿马蒂亚·森①提出的一个经济伦理学命题。
　　该命题出自《伦理学与经济学》，其意为，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不仅给经济学
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而且也非常不幸地影响到了伦理学的研究与发展。
　　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首先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
他认为经济学有两个根源，其中一个，即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中有关伦理观念的传统联系。
这种传统的联系至少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就有了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
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给合起来的观点。
但是，长久以来，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
大化。
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做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
阿马蒂亚·森指出，经济学中这种极为狭隘的自利行为假设，阻碍了伦理学对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经济
关系的关注，是一种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的“工程学”的方法
。
这种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已经获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的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
理解和解释，我们不否认其对经济学作出的重大贡献。
但是，由“伦理相关的动机观”（阿马蒂亚·森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与“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
”这一广泛的伦理道德问题有关，伦理研究不能完全违背实际的人类行为）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
观”（亚里士多德把社会成就与取得“对个人有益的东西”这一目标联系在一起，并且注意到了社会
成就判断中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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